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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期间，先后任基民盟学生

会主席、南巴登青年联盟区域主席，展现非凡的

领袖才能。

获得法学博士后的朔伊布勒，作为基民盟内

的青年才俊，开始了自己稳步向上的政治之路。

1972年，30岁的朔伊布勒当选了联邦议会议员，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联邦议员。此后，朔伊布勒又

相继任过欧洲边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席、联邦体

育专家委员会主席、奥芬堡法院律师、符腾堡州

财政局顾问等职。

有着经济、法学背景，综合能力突出的朔伊

布勒很快吸引了时任德国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科尔

的注意。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朔伊布勒成为

科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科尔连续16年总理的

任期离不开朔伊布勒的协助，外界甚至认为“两

人心灵息息相通”。而在科尔的推荐下，朔伊布

勒也平步青云，政治生涯可说一帆风顺。1984年，

朔伊布勒首次进入内阁，担任联邦特别任务部长

兼总理府秘书长；1989年内阁重组之际，担任内

阁部长。在 1990年两德统一时，朔伊布勒担任

西德的执行代表，负责跟东德方面协调统一事宜。

就在两德宣布统一一周后，本是顺风顺水的

朔伊布勒却在一座小城参加竞选活动时，被一名

在默克尔的核心团队中，有着一位头发花

白、眼神如鹰隼般凌厉的老人。即便端坐在轮椅

上，却不减不怒自威的霸气。他是曾被评为欧洲

最佳财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现任德国财

政部长。自 1972 年当选联邦议院议员，朔伊布

勒进入体制内长达 45年——其政治生涯可追溯

至 1961 年加入基民盟的青年民盟时期——是德

国从政时间最长的官员。

经历了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总理的更

迭，朔伊布勒8年的财长生涯仅仅是其传奇人生

中的一缕色彩。然而应对欧债危机的出色表现，

让朔伊布勒在德国民意调查的“最受喜爱的政治

家”评选中，以 76%的支持率压倒默克尔获此

殊荣，朔伊布勒这位轮椅上的“铁相”也得以进

入更多公众视野。

政坛老将的成长
1942 年 9 月 18 日，朔伊布勒出生于德国

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卡

尔·朔伊布勒活跃于德国重要政党基民盟，并在

1947~1952年任该党巴登地区的议员兼税务顾问。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朔伊布勒 1961 年就积极加

入了基民盟的青年联盟，并在弗莱堡大学和汉堡

今年已经 75 岁的朔伊布勒是德国年龄最大的内阁成员，能贡献给政治的岁月已屈指可
数，可在政坛的这 50 余年，他享受了对权力痴迷的乐趣。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离开政坛我会死
朔伊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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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äuble， 生 于

1942 年的朔伊布勒，30 岁

进入德国联邦会议，曾任

联邦体育专家委员会主席、

联邦总理办公厅主任、联

邦内政部长等职，2009 年

起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长一

职，是联邦德国从政时间

最长的官员。48 岁时因被

暗杀，导致下半身瘫痪，

从政生涯历经科尔、施罗

德、默克尔三任政府的更

迭，个人经历可谓跌宕起

伏却又砥砺奋进。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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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突然持枪射击。被子弹打中下颚和脊

背的朔伊布勒，从此下半身瘫痪，只能靠轮椅来

行动。科尔见朔伊布勒时，忍不住抹眼泪，并用

“罗斯福也是坐在轮椅上领导美国走出大萧条并

取得二战胜利的”给了老搭档莫大的鼓舞。

枪击事件五个月后，朔伊布勒就搓着自己还

不太熟悉的轮椅，回到了办公室。但身残这一巨

大变故给了朔伊布勒及其家人，尤其是经济学家

妻子英格博格·亨斯勒沉痛的打击。妻子劝其离

开政坛，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好好休养。但朔伊布

勒却说：“你真的希望你我再次承受这样的巨变，

也就是说，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朔伊布勒不

得不接受残疾的事实，但好在政治安抚了他，让

他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得以承载，而妻子却花了整

整五年时间才接受了他终身瘫痪的事实，放弃了

四处求医，继续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此后，科尔确实也如其所说，依然和朔伊布

勒保持亲密关系并对其委以重任。1990 年刚刚

伤愈的朔伊布勒在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

成）和自民党的组阁谈判中，领导法律与内部安

全小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1993 年，与社民

党在分歧很深的难民问题上达成共识，被联盟党

视为政治杰作。在科尔的支持下，1998 年朔伊

布勒以高票当选基民盟党主席兼议会党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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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问题上，
朔伊布勒绝不通
融，屡放“狠话”，
称“往无底洞扔
钱 是 不 负 责 任
的”，并明确表
示只有希腊全力
执行各项改革措
施才有可能获得
进一步的救助。

在科尔第四个任期末的时候，更公开表示希望朔

伊布勒能够接任总理之位。因罗斯福先例而备受

鼓舞“站”起来的朔伊布勒，对于这样的提名自

然是欣然接受。

然而科尔对权位的贪恋，使其在最后关头决

定再次参与第五次总理竞选。“从未想过以抵抗

科尔的方式去当总理”的朔伊布勒，拒绝主动参

加竞选。不久之后，科尔被曝出在 1993~1998 年

间接受过 200万马克的秘密政治献金，这也连带

牵扯出朔伊布勒在1994年接受过 10万马克竞选

资金而未上报。当年著名的“政治献金风暴”让

科尔名誉扫地，密友朔伊布勒也难逃责难，2000

年时不得不被迫辞去党主席和党团主席两大职

务。朔伊布勒与科尔近二十年的交情宣告终结。

2002 年时，朔伊布勒也没能得到基民盟总理候

选人的推选，错失了当总理的最佳时机。

直至 2005 年归属基民盟的默克尔上台，朔

伊布勒才又一次成为总理的左右手。

应对欧债的狠角色
虽与总理职位无缘，但朔伊布勒在外交、内

政和财政等诸多领域的出色能力享受到了超党派

的尊重。这无疑让曾受到朔伊布勒提携的默克尔

深感危机，因而在 2005 年总理上任后，仅安排

其出任内政部长，而不支持议长等任职以减少对

自己的威胁。2009 年默克尔再任总理时，朔伊

布勒主动提出想任职联邦总统一职，但默克尔拒

绝提名，甚至一连数周不与朔伊布勒单独碰面，

避谈此事。与默克尔之间的不“心意相通”，并

不妨碍两人在公务上的精诚合作。毕竟 2009 年

欧债危机爆发时，在默克尔看来，拥有丰富财政

管理经验的朔伊布勒是财长的唯一人选。

在这场肆虐好几年的欧债危机中，朔伊布勒

强调的财政紧缩并推动结构性改革来重获竞争力

这一策略主导了欧洲对抗危机的基调。德法等欧

元区核心国家不断敦促重债国贯彻紧缩政策，增

收节支。作为在欧债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

希腊的国内状况令人担忧，不得不长期依靠欧元

体经济大国德法的援助过日子，因而希望将援

助协议规定的实现紧缩和改革的目标期限延长两

年。

在希腊问题上，朔伊布勒绝不通融，屡放“狠

话”，称“往无底洞扔钱是不负责任的”，并明

确表示只有希腊全力执行各项改革措施才有可能

获得进一步的救助。即便在病中，朔伊布勒也坚

持到欧盟会议现场，声明欧盟各国不会做出声援

希腊的决定。朔伊布勒的强硬态度使得其在希腊

民众中的印象非常负面，将其称为“紧缩警长”、

“希腊克星”等。甚至希腊的《黎明》日报刊载

了大幅的漫画，将朔伊布勒刻画成纳粹形象，影

射德国的“逼债”和“不赔偿”（希腊认定德国

应对二战中对本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赔偿约 1845

亿美元）。朔伊布勒造访雅典，当地民众极不欢

迎，警方甚至发出通知严禁示威游行，并封锁了

朔经过的街区。

即便如此，朔伊布勒依然扮演着牙尖嘴利的

狠角色。2011 年 G20 峰会期间，希腊就新救助

方案举行全民公投的消息将这次峰会原定的所有

议题都扫到了一边。希腊公投的消息让全球金融

市场大为受挫，然而相比投资者利益受损，更让

人担心的是希腊开的这个坏头可能导致其他受困

于债务危机中的欧洲国家群起仿效，届时一场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债务违约将上演。即便结

果没这么差，希腊改变“地中海懒汉”的形象，

勤奋工作努力还债，但将全民意愿作为对抗债务

的工具本身就充满风险。对此，默克尔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假如希腊公投，德国将拒绝向其提供

贷款。此时在默克尔一旁的朔伊布勒插话称“中

止援助是我的主意”。实际在希腊问题上，默克

尔是抱有“准备妥协”倾向的，然而朔伊布勒“绝

不妥协”的强硬，决定了德国态度。据悉在希腊

公投闹剧发生时，朔伊布勒正因胃痛住院，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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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希腊财长亲述了德国的决定。

正是德国的强硬态度，终止了这场“民

意”的闹剧。过程中欧盟有向市场发出过要

救助希腊的暗示，但德国总会适时出来否定

一切。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欧盟

不得不看德国脸色行事，更何况遇上了这么

一位宁可舍弃自己的公众形象也要走个性

强硬派路线的铁腕财长。但这并不表示朔伊

布勒是固执的老派，反而多次在重债国几近

违约的关头，大胆提出灵活的突破性方案。

比如朔伊布勒在强烈要求希腊加快改革步

伐的同时，最先提出了希腊私营部门债权人

债务减记方案，虽然遭到欧元区各国的冷眼

旁观，但这一方案确实使希腊避免了债务违

约。为避免重债国丧失改革的动力，朔伊布

勒也反对在没有统一财政的情况下发行欧

元债券，实行债务共担。

朔伊布勒的紧缩政策不仅仅针对希

腊等重债国，对于德国也是如此。在他的

领导下，德国展开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

的紧缩行动。朔伊布勒宣称“财政紧缩是

治愈欧元区的唯一良药”，在这一坚持下，

即便被刻画成纳粹惹怒朔伊布勒，也未能

改其初衷。

坚定的“欧洲主义者”
无论是德国本身，还是对待希腊重债

国，朔伊布勒都是站在“一个欧洲”的层

面来看问题，他曾公开表示默克尔只关注

“德国利益”是利己主义。作为坚定的“欧

洲主义者”，朔伊布勒将推动欧洲一体化

进程认定为毕生要坚持的事业，也是他的

政治热情所在。

在两德的统一中，朔伊布勒预见了全

德普选的必要性，并就此在宪法中打下了

基础。此后，朔伊布勒还亲自设计了统一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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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权，将货币专员变成预算警察，成员国都不

太乐意，显然这一步迈得并不轻松。而财政联盟

的步伐迈得如何，对于下面提到的银行业联盟的

建立起到直接的影响。

三是加快建立银行业联盟。财务状况吃紧的

银行加上债台高筑的欧元区成员国，产生了破坏

性的协同效应，对此朔伊布勒提出成立涵盖监管、

处置、财政支撑和存款保险法规的银行业联盟。

在 2012 年银行业联盟的进程中，朔伊布勒“猛

踩刹车”的现象引起了欧盟官员和法国的强烈反

弹，认为“不该拖拖拉拉”、忽视“节奏”。而

具备丰富法律基础和经验的朔伊布勒，习惯于以

法律视野制定条框，认为“法律基础存在问题”

的他，呼吁逐步实现通过修订联盟条约来规范银

行联盟的运作。同时，对于由欧洲央行接手欧元

区全部 6000 家银行的监督责任，朔伊布勒强硬

拒绝，希望明确分割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银行

监督职责。在这一联盟建立的分歧中，朔伊布勒

不得不做出适当妥协，表示可以在现联盟条约的

基础上，加速银行业联盟筹建步伐，但中期还是

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

早在年轻时，朔伊布勒就产生过在欧洲签订

一个“国家条约”的想法，主张欧洲各国一致对

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及至如今，朔伊布勒仍然

是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但欧洲一体化并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促就，要朝着一个“更融合的欧

洲”前进，还需要长足努力。

今年已经 75岁的朔伊布勒是德国年龄最大

的内阁成员，为政治还可贡献的年岁几近倒数，

可在政坛的这 50余年，他享受了对权力痴迷的

乐趣。在任何公共场合始终坚持自己奋力搓着轮

椅前进的朔伊布勒，将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西

西弗斯，“永远无限接近目标，却永远不可能达

到”，一次次向着高处的挣扎填满了他的心灵，

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也更多了份玩味政治、看透人

生的体味。

后的社会、财政等制度框架，并大力推动实施。

为促进东西德真正情感及社会的融合，在 1991

年的迁都柏林辩论中，朔伊布勒的一场临时演讲

将原本 267票赞同提升到了 337票，迁都落定。

两德的统一成为朔伊布勒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 2009 年出任财长后，朔伊布勒更是积极

寻求欧洲融合的机会。面对欧债危机，朔伊布勒

认为这恰恰是存在诸多弊端的欧元区通过改革强

化政治和财政联盟的契机。因此，在数次会议上

朔伊布勒语出惊人，大胆提出加速欧洲一体化进

程的计划。作为强硬且灵活的改革派，朔伊布勒

的计划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议创立“欧洲货币基金”。在欧债危

机爆发的初期，朔伊布勒最先提出建立一个类似

国际货币基金的“欧洲货币基金”，以永久性来

应对类似危机，并对危机中的国家进行救助。“欧

洲货币基金”只能在征得欧洲央行同意的前提下，

帮助那些有可能危及整个欧元区财政、金融稳定的

困难，并且对接受援助的国家解决财政赤字的程序

要做出严格规定，将救助与惩罚相结合。朔伊布

勒同意援助南欧重债国，但是拒绝“包办”巨额

债务，他提出的这一前瞻性建议得到部分经济学

家的赞赏，但并未得到欧盟政治家以及默克尔的

支持。可几个月后，基于“欧洲货币基金”这一

构想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破茧而出，并

于2013正式成立了欧元区永久性的救助机构——

欧洲稳定机制（ESM），印证了朔伊布勒的先见之明。

二是呼吁建立“财政联盟”。朔伊布勒认为

财政联盟是欧元区整合的第一步，在“货币联盟”

的基础上建立“财政联盟”，设立“欧洲财长”，

成员国交出预算权，有利于更好统筹各成员国的

财政政策，防止成员国政策和竞争力的脱节。朔

伊布勒并不反对发行欧元债券，讨论共同债务管

理，但前提是建立正式的财政联盟，从而迈出提

高市场信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要各国交出

作为坚定的“欧
洲主义者”，朔
伊布勒将推动欧
洲一体化进程认
定为毕生要坚持
的事业，也是他
的 政 治 热 情 所
在。


